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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刘茜

作为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

崛起等国家战略的重要交汇点和承载

地，湖北在过去5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

答卷：2023年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 5.6
万亿元、增长 6%，占中部和全国比重

分别达 20.7%、4.4%。省会城市武汉

GDP突破2万亿元，成为中部地区唯一

一个GDP超过2万亿元的城市。

站在“更高起点”，湖北如何扎实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连日来，证券时

报记者走访发现，作为科教大省、工业

大省，湖北在高质量发展中，锚定新型

工业化这个主攻方向，统筹传统产业

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

“三线并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成

长壮大。

高端化升级强基

一提到工业，最基础的就是制造，

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是制造机器

的机器。而数控机床是制造装备的核

心设备，大到汽车产业、电力工业、航

天航空等行业，小到商场出售的手机，

都离不开高精度的数控机床。

4月 8日，第十三届中国数控机床

展览会将在上海举行，华中数控将带

着华中 9型智能数控系统、华中 8型高

档数控系统、iNC-Cloud远程运维平台

等展品亮相。此前，华中数控发布了

2023年年报，营收和归母净利润分别

同比增长27.13%和45.7%。

华中数控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2023年通用制造业整体复苏不及预

期的背景下，公司营收和净利润实现

双增，一是因为公司高端五轴数控系

统在汽车及零部件、激光加工等领域，

开始为重点企业进行批量配套；二是

公司工业机器人在3C等行业实现批量

运用，并切入到锂电、光伏等需求旺盛

的新市场。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机床制造国和

消费国，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五轴

联动的高性能数控技术被发达国家封

锁。成立于 1994年的华中数控，是国

家级高科技企业。30多年来，华中数

控立足工业母机卡脖子领域，推进自

主创新，在五轴联动、高速高精、多轴

多 通 道 等 多 项 关 键 技 术 上 实 现 了

突破。

“自主研制的‘华中8型’高性能数

控系统，其大规模批量应用为我国关

键装备制造领域的自主可控做出了重

要贡献。”上述负责人介绍，目前华中

数控系统已累计销售近 15万台套，伺

服电机及驱动140万台套。

工业是科技创新主战场，其创新

水平直接关系到产业体系创新水平。

随着华中数控将其在国产高端数控系

统领域市场占有率提升至全国第一，

以华中数控为代表的国产中高档数控

系统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也由5年前的

不足1%提升到30%以上。

华中数控的发展，是湖北大力实

施“新型工业化大推进”战略的一个缩

影。去年 11月，湖北在全国率先推出

《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打造制造强国

高地的意见》，明确坚持制造业优先，

提出大力实施产业集群“提能”行动等

七大行动，明确重构集群发展新优势

等七个思路举措。

在技术创新引领下，越来越多制

造企业从“小且弱”转向“大而强”。统

计显示，2023年，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比上年增长 5.7%，占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达12.8%；新增国家级

专精特新企业 217 家，总数达到 678
家，跃居中部六省第一。

数智化赋能提质

在越来越多“湖北造”向优质高端

转型的过程中，数字技术成为提升效

率、质量及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作为医用敷料生产龙头企业，奥

美医疗董秘郑晓程向记者谈起企业从

“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过程，如

数家珍：“投入 5880 万元新建智能仓

库，投入运营后可实现智能抓取、自动

转运；投入 6000万元建成全球单体灭

菌产能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EO灭

菌中心，年灭菌产能达到60万立方米；

投入 3.5亿元，建成年产 6万吨医用敷

料智能化改造项目，升级为原料上机、

在线分切、折叠、包装、自动装盒装箱

和分拣码垛一体化生产，实现了传统

制造业向‘新’发展。”

去年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公布的

2023年度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

名单中，奥美医疗位列其中。郑晓程

表示，“通过系统化推进‘智慧工厂’体

系建设，变革产业模式，创新生产技

术，公司开启了产业发展新赛道。”

通过阅读数智化这本“秘笈”，

越来越多的企业打通了发展的“任

督二脉”。

在华新水泥，5G工厂采用了公司

自主研发的水泥低碳制造智能化技

术，日处置生活垃圾高达3000余吨，占

武汉市生活垃圾的 30%；燃煤替代率

超40%，综合能耗降低4%，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目前，该项技术已经在国内

外 18家工厂得到推广应用，年累计减

碳36万余吨、创效约1.6亿元。

在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全国调度中心，一个工作人员就“看”

住了公司在全国各地的生意。巨幅显

示屏上的中国交通地图闪烁着上千个

光点，每个光点就代表着一辆正在运

营的物流车。点击这些光点，不仅能

看到所有物流车的即时信息，调度中

心还可以为每位货运司机推荐最优配

送路径。

九州通物流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通过对供应链物流服务体系进行

数字化改造，大大降低了流通环节成

本。同时，九州通还为阿里健康、茅台

等提供技术输出及供应链解决方案，

去年这项业务实现收入 6.61亿元，同

比增长24.43%。

在标杆企业的引领下，湖北企业

积极“上网”“入云”。

去年 5月，中央网信办发布《数字

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湖北连续第

三年入列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全国前

十名，是中部唯一入围省份。

今年的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显

示，2023 年，湖北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高到 47%。近两年来，湖

北组建湖北国控、湖北楚象、华纺链、

长江汽车产业、九州医药五大重点产

业供应链平台，加速打通产业发展堵

点、难点。

湖北省经信厅党组书记、厅长卢

军表示，坚持把信息化作为中国式现

代化湖北实践的驱动力量，统筹产业

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力争今年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5500亿元。

科创引领跑出加速度

激光闪烁，一片碳化硅晶圆仅用

十分钟就完成切割，崩边在 5 微米以

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湖北省十

大实验室之一的九峰山实验室，华工

科技自主研发的全国产化半导体晶圆

激光切割机已完成中试，即将发往首

家客户。

近年来，湖北坚持科技创新聚势

突破，着力做强科技创新这个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加快建成中部

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目前，武汉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加快

建设，“1家国家实验室+10家湖北实验

室+8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63个国家

级创新中心+477家新型研发机构”的

战略科技力量矩阵基本形成。

湖北省首家科创板企业嘉必优上

市四年后，借力资本市场，已打通合成

生物学产业链条，站在了生物经济的

风口。嘉必优执行总经理李翔宇向记

者表示，“公司以合成生物学技术为核

心，延展生物信息与计算生物学、结构

生物学、系统生物学等前沿科学领域，

形成了较强的技术优势。”

以产学研合作为抓手，嘉必优的

合作名单里包括了天津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

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多个高校的研究

院所。吸收、引导实验室技术向产业

化高效转化，根据合成生物学技术发

展的趋势，布局相应领域，嘉必优的研

发成果也受到市场关注。

2021年，公司完成了合成生物学

研究室的建设，搭建了生物信息学分

析技术平台，目前这一平台的功能在

不断完善，已开展了全系列母乳低聚

糖、虾青素等多个高附加值产品的

开发。

“随着合成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

生物制造产业的产品边界逐渐拓宽，

其从无到有、高效低耗的生产方式使

其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李翔宇表

示，例如人乳低聚糖是婴幼儿发育的

重要营养素，其天然来源于母乳，难以

实现商业化，而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

生产，这种重要功能营养素已成为其

唯一获取途径。

在湖北，如嘉必优这样，以科技

创 新 引 领 产 业 创 新 的 案 例 比 比 皆

是。29 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取得明显进展，长江存储闪存芯

片、衷华植入式脑机接口、锐科超高

功率光纤激光器等技术世界领先，去

年湖北省技术合同成交额 4860亿元、

增长 59.8%，全国第 3，创新成果加速

向生产力转化。

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

时隔5年，中部地区崛起迎来新部

署。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秦尊文

对记者表示，5年前的座谈会注重中部

地区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今年的座谈

会更加强调中部崛起战略与其他重大

发展战略的衔接，强调建立健全区域

内省际合作机制。

湖北地处中国中部、长江中游，是

全国唯一一个同时布局航空专业货运

枢纽、长江航运枢纽、国际铁路货运枢

纽的省份。秦尊文表示，“更高起点”

意味着湖北要在发展质量和增长能级

上有所跃升，努力把区位优势、资源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3月19日，国务院批复湖北鄂州花

湖机场正式对外开放。这个亚洲最大

的国际专业货运机场，已累计开通 14
条国际货运航线、48条国内货运航线、

16条国内客运航线。机场货运航班、

货运量稳居全国前四，正在成为内陆

开放的“空中出海口”。

与此同时，黄金水道通江达海，通

过航道改造提升，万吨巨轮可通过长

江直达武汉，武汉港集装箱吞吐量长

江中上游第 1；高铁路网加快织密，着

力构建超“米”字形高速铁路网，拟建

在建高铁里程数和投资额均居全国

第一。

通达便利的区位交通优势，有力

支撑湖北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加速成为对外开放新高地。去年，湖

北进出口总体增速、出口增速、进口增

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汽车成为

出口最亮眼板块。

武汉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湖北

省汽车出口值跨越200亿元台阶，连续

三年增长。湖北出口汽车 14.4万辆，

增加 37.5%。电动载人汽车是出口主

力产品，全年出口 9.4万辆，占湖北省

汽车出口总量的65.3%。

岚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CEO卢放

介绍，去年岚图汽车销量超过 5万辆，

同比增长 160%。目前，岚图汽车已实

现全栈自研、掌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核心技术，完成“三年三品类”布局，

产品出口欧洲，供应链近地化率达

41%，位居行业前列。

汽车产业是湖北省传统优势产

业，具有产业链长、技术性高、带动性

强的特点。去年，湖北省新能源整车

企业增至 19家，东风本田、猛士、上汽

通用武汉基地等一批新能源整车项目

加速推进。

随着湖北省汽车出口产业的快速

壮大，相关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呈现积

极态势。2023年，湖北省汽车零配件

出口首次突破 100亿元，增长 21%；湖

北省出口汽车、汽配的企业达到 1460
家，较 2022年增加 24.3%，产业发展基

础更加牢固。

新质生产力潮涌湖北
点燃高质量发展“推进器” 证券时报记者 韩忠楠

4 月 2 日晚间，沪深两市首份

2024年一季报新鲜出炉。航锦科

技（000818）披露，2024 年第一季

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27亿元，

同 比 增 长 97.7% ；归 母 净 利 润

5060.46 万元，同比增长 304.92%；

基本每股收益0.07元。

公开信息显示，航锦科技是一

家由武汉市国资委控股的上市公

司，公司前身是锦西化工总厂，始

建于 1939年，曾被誉为新中国“化

学工业的摇篮”。

近年来，为向科技型企业转

型，航锦科技开始了多元化布局，

旗下业务从化工发展到人工智能、

电子等多个领域。

据航锦科技此前披露的 2023
年年报，公司的化工业务仍然为核

心。但受到全球经济下行、需求端

表现疲软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化工

行业总体需求拉动较为有限。另

一方面，烧碱等业务的成本控制严

重受到电价及原盐价格影响，2023
年，我国烧碱企业的使用电价处于

高位，运营压力加大，甚至部分公

司在夏季被迫进行了限产。

在这样双重压力之下，航锦科

技 2023年营业收入 36.68亿元，同

比下滑 14.53%；净利润 1.28亿元，

同比下滑44.23%。

航锦科技判断，2024 年，化工

行业景气处于磨底阶段，后续有较

大的超预期复苏可能。近年来，随

着原材料价格高涨，化工产业链继

续向中国转移，我国化工企业完成

了大宗原料技术积累之后，开始走

向精细化发展道路，因此相关企业

需要向高端化进行升级。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寻找第二

条增长曲线，2023年7月，航锦科技

在原有电子业务基础之上进一步

转型，通过成立航锦人工智能子公

司及控股超擎数智切入智算算力

业务领域。

同年12月，航锦科技又以1.9亿

元增资武汉超擎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超擎数智”），取得该公司25％
股权。据悉，超擎数智是算力和网络

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为数据中

心、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

提供最优的整体解决方案。

据悉，今年1月，超擎数智已经

获得英伟达的授权，成为其在中国

唯一的超算经营合作伙伴。

对于切入算力赛道的规划，航

锦科技曾公开表示，公司将卡位算

力基础设施部署与服务，做好算力

“卖铲人”。

两市首份一季报出炉
航锦科技净利同比增三倍

证券时报记者 黄翔

近期，轮胎行业迎来今年第一

波涨价潮。日前，玲珑轮胎公告，

自 4 月 21 日起针对公司国内零售

市场的 TBR 所有品牌所有产品进

行价格上调，涨价幅度为 2%~5%，

而该公司此前已宣布从 4月 1日起

进行了一轮提价。赛轮轮胎方面

近期也宣布对TBR、PCR产品提价，

幅度在 2%~5%；贵州轮胎对全钢

TBR、OTR、斜交（含实心胎）全系产

品提价3%~5%。

此外，中策橡胶、三角轮胎、浦

林成山、双星轮胎、通用轮胎等国

内轮胎企业宣布对产品进行提价。

据不完全统计，3月份，约60家

企业发布了涨价通知，其中，约 50
家企业涨价通知在 4月 1日进入执

行阶段。涨价产品系列覆盖了乘

用车轮胎（PCR）、卡车轮胎（TBR）、

轻 型 轮 胎（LTR）和 工 业 轮 胎

（OTR）、叉车轮胎、摩托车轮胎、实

心轮胎、内胎等，涨价幅度在 2%~
5%之间。此外，业内普遍预计第二

轮提价也即将来临。

从轮胎企业发布的涨价公告

中可以得知，天然橡胶和炭黑等轮

胎主要原料价格持续上涨是推动

轮胎价格上涨的第一要素。

数据显示，3月份，天然橡胶价

格连续暴涨，最高时突破了 16000
元/吨，创近 7年新高，近期天然橡

胶价格有所下跌但仍处高位。炭

黑价格也在持续攀升，3月份均价

环比上涨 7.03%，目前价格约为

9300元/吨。此外，作为合成橡胶重

要原材料的丁二烯价格也节节攀

升，年内价格已上涨超3成。

下游需求旺盛也是轮胎企业

涨价的重要因素，在行业高景气背

景下，轮胎企业开工率和产销量均

呈现上升趋势。数据显示，自去年

下半年以来，国内轮胎企业一直保

持较高的开工水平，截至 3 月 29
日，全钢胎开工率为 69.46%，半钢

胎为 80.36%，同比均有较大提升。

近期，多家轮胎上市公司也在投资

者互动平台表示，当前国内外半钢

订单持续火爆，订单仍供不应求。

同时，轮胎公司去年业绩表现

不俗。玲珑轮胎业绩快报显示，去

年 盈 利 13.8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74.66%；赛轮轮胎则预计 2023年

净利润31亿元，同比增长132.77%；

贵州轮胎预盈7.9亿元~8.5亿元，同

比增长84.24%~98.23%。有不少公

司在业绩中提到产品产销量创历

史新高。

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统计，

2023年，我国汽车轮胎总产量 7.86

亿条，同比增长17.8%；子午线轮胎

产量7.51亿条，同比增长18.3%；其

中全钢轮胎产量 1.45亿条，同比增

长16.9%；半钢轮胎产量6.06亿条，

同比增长18.6%。

轮胎市场的景气上行，产业链

上下游也充分收益。轮胎钢帘线

龙头大业股份便预计去年盈利 1.1
亿元。轮胎模具龙头豪迈科技披

露，去年实现净利润 16.12亿元，同

比增长 34.33%。豪迈科技表示，

2023年公司轮胎模具业务营收是

近几年来快速增长的一年，截至目

前该业务订单饱满。

此外，今年汽车行业整体产销形

势喜人，带动了轮胎行业市场景气

度。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两个

月，轮胎累计出口量和出口金额均保

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累计出口量达

133万吨，同比增长9.7%，出口金额

约236.22亿元，同比增长10.3%。

此外，新能源汽车销量持续

攀升，进一步带动轮胎市场需求

扩大，近期飞行汽车的热点也带

动了轮胎企业的关注度。近期，

玲珑轮胎便公开表示，公司在低

空飞行汽车业务上有相关布局，

同时也在加速推进大飞机轮胎项

目，此外公司已经完成小米汽车

潜在供应商审核，各项业务正在

稳步推进中。森麒麟也表示，公

司成功获得了国内唯一的飞行汽

车轮胎项目——小鹏飞行汽车轮

胎项目的配套资格。

行业高景气度之下，已有多家

公司披露了扩产计划。

今年2月份，赛轮轮胎公告，拟

对“柬埔寨投资建设年产 600万条

半钢子午线轮胎项目”追加投资7.7
亿元，投资总额达 22.5 亿元，项目

将具备年产 1200万条半钢子午线

轮胎的生产能力。此后不到一个

月，赛轮轮胎再次抛出计划，拟在

印尼投资建设“年产 360万条子午

线轮胎与 3.7 万吨非公路轮胎项

目”，投资总额2.51亿美元。

今年3月，贵州轮胎公告，境外

全资二级子公司前进轮胎拟投资

2.28亿美元建设年产 600万条半钢

子午线轮胎智能制造项目。此外，

3月份，青岛双星宣布将通过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间接持有

韩国轮胎巨头锦湖轮胎45%的股份

并实现控股，成为中国轮胎业最大

并购案。

券商研报表示，目前国产轮胎

景气上行，在建工程逐年提升，同

时轮胎行业产能向亚洲地区转移，

成本竞争优势突出，国内产业链具

备全球竞争力，中国轮胎企业在全

球市场仍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轮胎行业掀年内首轮涨价潮
产业上下游景气度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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